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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者 按

第二 届职 无病诊断标 准分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 1漪台年
一

10 月芍 ~ 11 日在上海召开
。

会议审议

通过将 《职业性 白内障诊断标准与处坦原则》 等14 项标准推荐为国
、

家标准
, 《职业性砷中毒》 为

专业标准
。

本刊从本期 开始将陆续刊载各 《标准》 ( 报批稿 )及编制说明
,

讨篇幅过 长者
,

本刊将删 节成

详细摘要
,
以飨读者

。

职业性白内障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

lD a g n o s it e C ir et r i a an d P ir n e i P les of M an a g e m e n t

of o c侧p a it o n 分 1 C a at r a c t s

( 报批稿 )

职业性白内障是由于职业性化学
、

物理等有害因

索而引起的眼晶体混浊疾病
。

可与全身疾病不平行
。

1
.

诊断原则

有明确的职业性化学
、

物理有害
.

因案接触史及眼

晶体棍浊的临床表规
,

参务作业环境调查
、

空气中化

学物质浓度测定或辐射剂量恻量
,

综合分析
,

排除其

它非职业因素所致银晶体改变
,

方可诊断
。

2
.

诊断和分级你准

2
.

1 观察对象

具有下列情况之一
,

无视力障碍者
。

a .

彻照法检查
,

晶体周边或后极部 有 点 状 暗

影
。

b
。

裂惊灯显微镜检查
,

晶体周边或后极部有点

状混浊
,

皮质尚透明 ; 或晶体后极出现水泡样改变石

2
.

2 一期白内障

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
,

一般不影响视力
。

a
.

彻照法检查
,

晶体周边部暗影构成环形
,

其

最大环宽不超过晶体半径的 l / 3
。

或裂隙灯显微 镜 检

查
,

见晶体周边有灰黄色点状棍浊
。

b
.

晶体后极后谁下皮质呈盘状混浊
,

前极前炭

下皮质 内也可出现细点状混浊
。

2
.

3 二期白内障

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
,

有程度不等的视力障碍
。

a .

周边部环状混浊最大宽度超过晶体 半 径 的

1 3/
,

但不到 2 / 3者
,

有时中央部也可出现环状混浊
二

.b 后囊下皮质呈峰窝状混浊
、
前囊下皮质混浊

加重
。

.2 褪 三期白内障

晶体周边部混浊超过晶体半径的 2 / 3 , 或中 央 部

有致密点状
、

盘状馄浊
,

或晶体全部混浊
,

有明显视

功能障碍
。

3
.

注疗原则

按白内障常规治疗处翅
。

如晶体完全馄蚀
,
可施

行白内障摘除术
,

米后酌悄配矫正眼镜
,

有条件者可

行人工品体移植术
。

4
.

努劫傲力盗定

眼晶体混浊常为不可逆性损害
,

并可影响到视功

能 (中心规力
、

视野 ) ,

根据受损情况不同
,

原则上
`

要调离原工作
.

岚位
。

4
.

1 仅有晶体棍抽
,

而无视功能明显损害者
,

可
’

考虑调换其它工作
。

4
.

2
_

晶体混浊
,

视力或视野明显受损
,

应适当安

排休息
,

或适当从事轻工作
。

5
.

抽康检奋要求

就业前体检应包
亡

括眼科的检查
,

详细记录散瞳晶

体检查情况
。

每年应复查一次
。

6
。

识业禁忌证

a .

全身性疾病所致的并发性白内障 (如糖尿病

性召内障 )
。

b
.

各种内眼疾病所致的并发性白内障
。

.c 先天性
一

白内璋
。

d
.

其它因素所致的自内障
。

附录A 跟科检查要求与临床观察
(补 充件 )

A
.

1 彻照法检查
:
在除外青光服的条件下

,

以 检眼镜进行彻照法检查
,

重点婉察晶体
,

同时注意珍

写 %新侣林或厦方托品乱艘充分散大位孔后
,

用查孩 瑞休及银底病变
。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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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.

2 裂隙灯检查
,
在彻照法检查之后

,

用裂隙

灯显微镜对晶体改变进行详细观察记录 (弥散光及光

协乏检查 ) ,

并按下列格式标示病变部位及范围
。

一
. . . . . . . . . . .

闰
. .

右 眼 左 眼

⑧⑧
彻 照 法

晶状体光切面

A
.

3 眼科一般要求
:

详细询间病史
,

常规外眼检

查
,
视力检查包括远

、

近视力
,
以及矫正视力

。

A
。

4 晶体周边部混浊

以三硝基甲苯白内障为例
。

A
.

4
.

1 晶体周边部环状暗影为多数楔形 混 浊 连

接而成
,

楔底向周边
,

尖端指向中心
。

周边部与环形

暗影间有一透明带
。

裂隙灯检查见周边部混浊位于前

后皮质和成人核内
。

A
.

4
。

2 中央部环状混浊或盘状混浊为晶体 前 皮

质内的细小灰黄色顺粒状混浊
,

位暄孔区
,

其直径可

与瞳孔大小相等
。

A
.

4
.

3 随着晶体周边部混浊的加重
,

晶体 皮 质

的透明度可降低
。

A
。

5 晶体后囊下皮质混浊

以放射性白内障为例
。 ,

A
.

5
.

1 晶体后囊下皮质混浊为细点状混浊
,

排

列成环形
,

并逐渐形成盘状
。

也可向皮质涤层扩展
,

形成宝塔状外观
。

重者呈蜂窝状混浊
。

A
.

5
.

2 在盘状混浊的周围可出现不规则的条纹

状棍浊
,

向赤道部伸延
。

前后囊下皮质混浊常伴有空

泡
。

A
。

6 视力障碍

A
.

6
.

1 晶体周边部混浊对视力一般无明显影响
。

A
.

6
.

2 晶体前中央环或盘状混浊
,

后极部 盘 状

混浊或蜂窝状混浊
,
随着混浊致密度的增加及范围的

扩大
,

可导致不同程度的视力障碍
。

附录B 中毒性白内障
(补充件 )

B
。

1 职业性中毒性白内障主要是由于长期接 触

三硝基甲苯
、

蔡
、

蛇
、

二硝基酚等所引起的以银晶休

很浊改变为主要表现的中毒性眼部疾病
,
以三硝基甲

苯最为常见
。

晶体混浊程度与接触时间及接触量有相

关关系
。

B
。

2 三硝基甲苯中毒性白内障晶体棍 浊 形 态
、

分布具有明显的特征
,

参见诊断及分级标准 2
.

2
.

a,

2
.

3
. a ,

2
.

4等条款
,

以及附录 A有关补充说明
。

附录C 电离辐射性白内障
(补充件 )

C
.

1 电离辐射性白内障包括放射性白内障 和 电

击性白内障
。

.c 2 放射性自内障为接触X 射线 (如 医 用 X 射

线 )
、

?射线
、

中子射线等引起的双眼或单眼晶 体 电

离辐射性损害
。

参见 《放射性白 障诊断标准及处理

原则》 G B 8 2 8 3
一

8 7
。

附录D 正确使用标准的说明
(参考件 )

D
.

1 职业性白内障致病因素主要为 化 学
、

物 理

因素两大类
,

其形态与分布部位有不同特征
,

但临床

表现共同点为眼晶体混浊程度与所接触的有害致病因

素剂量有相关关系
。

职业性白内障常见的临床类型及

主要致病原因如下
:

a
.

中毒性白内障
,

参见附录B
。

.b 非电离辐射性白内障
:

主要有徽波白内津
,

红外线白内障和紫外线白内障
。

微波白内障是指电磁

波中3 OOM ~ 3 O OG王几频率范围或 1幻以~ l r叨。波长辐射

所致眼晶体损伤 , 红外线白内障是高温作业环境下热

辐射即波长短于 30 o 00 A红外线辐射所致晶体损伤 ,

接触紫外线也可引起白内障
。

c
.

电离辐射性自内障分放射性自内障和电击性

自内障
。

电击性白内津主要指检修带电电路
、

电器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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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电器绝缘性能降低所致漏电等电流接触休表后发生

的电击而造成的眼晶体混蚀
。

D
.

2职业性白内障的诊断主要根据职业因 素 的

判断及眼晶体混浊的形态特征
、

分布等观察所见
。

在职

业接触史方面
,

化学因素所致白内障应注意作业环境

毒物的浓度 ; 物理因素所致白内障则要注意各种辐射

因素灼辐射剂量
,

必要时要模拟现场进行测量
。

D
.

3 三硝基甲苯为目前最常见 的 中 毒 性 白 内

障
。

其特点是在晶体前后皮质内有多数大小不等的灰

黄色细小点状棍浊
,

重者在中央部出现与瞳孔直径大

小相等的环形或盘状混浊
。

彻照法检查时可见晶体周

边部由多数楔状混浊连接而成的环状暗影
。

D
.

4 由于 电离辐射所致白内障在防 护
、

诊 断与

处理上有特殊性
,

单独设立诊断标准
。

D
.

5 非电离辐射致白内障问题
,

有待进一 步总结

经验
。

D
.

6 职业禁忌证中规定的各种原因所致 晶 体 混

浊
,
主要指全身性疾病和内眼性疾病所致并发性白内

障
。

对先天性白内障
、

老年前期白内障以及某些药物

所致的晶体混浊
,

应根据不同临床表现及具体情况
,

全面分析
,

适当安排
。

D
.

7 劳动能力鉴定中有关视功能 (视力
、

视野 )

受损情况
,

临床上很难作出统一 (或硬性 ) 规定
,

应

根据具体情况
,

具体分析
,

适当处置
。

附加说明

本标准由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诊断标准分委

员会提出
。

本标准由北京 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眼科
、

中国预防

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负贵起草
。

本标准由卫生部委托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

生职业病研究所负责解释
。

职业性白内障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

编 制 说 明

广

较多见的职业性白内障有以下几种类型
:

①中毒

性白内障
,

如三硝基甲苯白内障
,

蔡白内障
,

其它还

有铭和二硝基酚等 , ②物理因素所致白内障
,

如微波

白内障
,

红外线白内障
,

紫外线白内障
,

放射性白内

障
,

电击性白内障等
。

本编制说明将就职业性白内障

的诊断
、

适用范围及三硝基甲苯白内障等几个间题作

如下说明
。

1
.

木标准适用范围

除三硝基甲苯白内障和放射性白内障外
,

其它 因

素如蔡
、

微波
、

红外线
、

紫外线
、

电击等所致白内障

也都可在肯定与职业因素有关的条件下 并排除了其

它非职业因素后
,

按照本职业性白内障有关诊断标准

的总原则做出诊断
。

激光辐射
、

视频终端等因素所致

眼晶体损伤
,

在我国尚未见报道
,

但在我国有关这方

面的技术应用 日益广泛
,

今后临床实践中
,

也可能见

到有关晶体的职业性损害
,

可参照本标准诊断原则适

当处置
。

2
.

关于职业性白内阵的诊断

职业性白内障的诊断首先要确定致晶体混浊的职

业因素
,

如果为化学因素所致
,

应参考作业环境中的

有关化学物质的空气浓度 ; 如果为物理因素所致
,

除

了要对现场辐射量进行测量外
,

必要时要对既往的辐

射量进行模拟测量
,

然后在排除了其它非 职 业 因 素

《如并发性白内障 ) 所致晶体馄浊外
,

方可诊断
。

微 波白内障 自 H i sr hc ( 1 9 5 2) 临床病例报道以

来 “
· ’ ,

.

国外相继有不少报道
,
在我国也报道过 3 例

。

受伤者所受辐射量都在毫瓦级以上
。

鉴于微波辐射阐

值剂量在国际上存在很大争议 (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

国家大多定为 10 m w c/ rr̂ 2 ,

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国家

大多为 1。产W c/ m勺
,

有待进一步深入研 究
。

我 国有

关微波辐射剂量可参照原四机部内部试用标准执行
。

红外线白内障 ` 3 ’ 又名
“

吹玻璃工白内障
” 、 “

锻

工 白内障
”

和
“

火内障
” ,

都是在高温环境下作业由

于红外线辐射所致
。

国内外资料报道检出 率 各 不 相

同
`刁

·
5 , 。

红外线白内障检出率
. . . . . . . . .侧 . . . . . .

~

一
. . . ~ . ~ . . . . . 州 . .

作者 检 出率 ( % ) { 作者 检 出率 (% )

K r au p a

L e g g e

R o b i n S 0 n

S t e i n

1

;::

:::

鞠 明诚

锦医 限科

杨惠贞

关 派球

14
.

9

4 5
。

9

3
_

8 2

实验研究证明
,

致人眼晶体混浊的红外线波长为

1 5 o c~ 8 0 o m 产的短波
,

6 0 0~ 1 5 0 0 m 产 波 长部分为角

膜吸收
,

而 6 0。。~ 1 2 0 0 0 m产的长波红外线对眼组织没

有穿透力
。

紫外线辐射除阳光以外
,

还可见于多种人工光源

如碳弧灯
、

电焊光
、

皮肤病治疗光灯
、

紫外 消毒 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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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。

本标准有关笨外线自内障的紫外线辐射系指人工

光源
。

紫外线白内障大量见于实脸研究
,

临床报道很

少
,

仪 L e r

ma
n ( 1 9 8 0) “ , 报道过 3 例临床病例

。

P琳 S等 `” 对紫外线辐射暴露闭值剂量进行了大量研

究
,

认为 2 95 ~ 3 20 m产 光谱范围内对晶体作用很强
,

即使受到低剂量辐射也能产生晶体混浊
。

电击性白内障大多见 于意外事故
。

据国外报道
,

电击占工业死亡事故的 5 %
,

多数由于接触50 ~ 60 zH
的交流电引起 ` ’ , 。

D es b r
此如 和aB

v
即于 19 0 5年首

先报道电击性白内障病例 ` ” 。

此后
,

国内外相继有不

少病例报道
。

1 9 8 3年
,

卢治华报道 `且 “ ,北京积水潭医

院从 1 9 5 8年至 1 9 8。年共收治电击伤 5 2 6例
,

其中 电 击

性白内障 19 例
,

占电击眼伤的31
.

6 %
。

沙存 芬 l, , 于

1 9 8 3年也报道 11 例电击性白内障
。

实验证明 “ , ,

人的

最大安全电流为
:

直接电
,

男62 n u气,
女 l4 l n A , 60 地

(我国为 s o
zH ) 交流电

,

男 g n 1 A
,

女 6m A
。

一般认为

致白内障电压为 500 ~ 80 0 00 伏
,

但也有报道为 24 0 伏
。

3
.

关千三峭甚甲笨白内阵

三硝基甲苯 ( T N勺 lt : ,广泛应用于国防
、

采矿
、

隧道开凿
。

1 9 16 年英国 医生 H a
m ilt 泊 n 正式发 表 了

T N T中毒的报告
,

但 T N T引起的晶体损伤却迟至 1 9 5 3

年才为苏联学者 r加 e卯 B所描述
`

70 年代以前
、

几乎所

有 T N T 致白内障的报道都来自苏联或东欧文献
。

我

国在 1 9 6 5年崔模 【几 2 , 首先报道了接触 T N T 引起白内

障的病例
。

根据全国 22 省 (市 ) 对 26 “ 8名 T N T作业

工人的调查
,

T N T 白内障总检 出 率 为 1 7
.

9 %
,

检

出率各地报告不一
。

T N T 白内障检出率 最 高 者 为

85
.

2 %
,

最低为 7
.

6 %
。

由此可见
, T N T 白内障是突

出的职业危害
。

因此
,

制 定 一个诊断标准是非常重

要的
。

凡三硝基甲苯的生产
、

使用部门
,

如化工
、

采矿
、

隧道掘进及实验研究等
,

因长期职业接触 三 硝 基 甲

苯
,

都属于本标准适用范围
。

T N T中毒所致晶体混浊形态
,

分布特征性较强
。

但眼科学界对诊断分期方面有不同意见
。

多数按混浊

的浓淡琉密
,

形态的点楔环盘
,

部位的正偏环点
,

分

成多期多级
,

诊断分期过于繁琐
,

很不适用
,

很难为

大多数基层医务工作者所掌握
。

也有少数分类比较简

单
,

对 T N T白内障诊断的起点划线较 高
。

1 9 8 2 年 颁

布试用的T N T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中有 关 T N T

白内障的诊断原则采用三期分期法
,

通过儿年的实际

使用
,

在眼外伤及职业病学组中多次进行讨论
,
已逐

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
,

是这次制定标准的基础
。

关于 T N T 白内障的健康检查要求及劳动 能 力鉴

定
,

根据 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
,

从事 T N T 作 业 l 年

以后即可发生 T N T白内障
,

一般为 3~ 5 年
,

但也有报

道接触 T N T不满 i 年即发 生 T N T 白内障者
。

因此
,

从事 T N T 作业者必须每年查体一次
,

尤其是眼晶体

要进行散瞳检查
。

越来越多的报道有 T N T 白内障患

者在脱离接触后病变仍有进展 (升级 )
。

淮南市卫生防

痰站在对 10 。例T N T 白内障 6 年观察中
,

发现 8 8例有

不同程度的进展
。

权志昌在一篇报道中的有关晶体病

变进展情况统计表明
:
正常 , 疑似 占 16

.

51 %
,

疑似

、 I 占1 1
.

9 3 %
,

I , I为 1 3
.

6 5 %
,

I , I为 9
.

7 6%
。

安庆市防疫保健站报道 1 05 例在 3年动态观察中
,

有33

例有进展
。

为此
,

本标准在劳动能力鉴定中提出T N T

白内障原 则 上 应调离原作业
,

而 I 期则必须调离原

岗位
,

并适当休息
。

4
.

关于放射性白内阵

放射性白内障已于 1 9 87 年经放射标准分委会审批

通过
,

并正式批准为国家标准
,

有关诊断原则及说明

请参见 G B a Za 3一 5 7
,

故不资述
。

5
.

关于职业性白内阵标准的进一步制定

目前已经正式批准为国家标准的有放射性白内障

的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
, T N T白内障的诊断原 则 实

际上已实施多年
,

只因为某些原因
,

未能单独形成诊

断标准及处理原则
。 ,

继本职业性白内障诊断标准及处

理原则 (总则 ) 和慢性三硝基甲苯白内障诊断标准及

处理原则 之后
,

将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可能
,

进一步

对其它职业因素所致白内障进行研制
,

如红外线白内

障
、

微波白内障等
。

6
.

大量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证明
,

职业性白内障

尤其是 T N T中毒性白内障的检出率很高
,

但 可 与全

身中毒症状不平行
。

可以见到相当数盆的T N T性三期

白内障
,

但全身中毒症状并不严重
。

鉴于白内障晚期

常致明显视力障碍
,

又因自内障的处理有特殊要求
,

因

此将 T N T白内障从 T N T 中毒诊断标准中另列出来
,

单独成立职业性白内障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(总则)

和 T N T白内障标准是必要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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铝尘肺患者的支气管内窥镜
、

活检病理
、

超微结构及能谱分析的观察

甘肃省人 民医院 徐秀珍 蔡曦光 杨生华

兰州大学电镜室 高金城 李柏年 王代惚

对兰州铝厂电解车间诊断
“

I
”

期铝尘肺
,

工龄

均在 2 0年以上的 3 例症状较重的患者收住院
,

做了支

气管内窥镜检
,

并取活体组织进行光镜
、

电镜及能谱

分析的观察
,

结果如下
。

1
.

支气管内窥镜检所见
:

其中 2 例患者的各级

支气管粘膜及形态正常
,

另 1例患者的各级支气管粘膜

充血
、

水肿
、

右下支气管腔内有较多泡沫脓性样分泌

物
,

示慢支改变
。

3例患者分别从右下外基底支
.

背支

或前基底支
,

取数块活体组织
。

2
。

活体组织光镜下所见
:

部分细支气管管壁轻

度增厚
,

未见到炎性细胞浸润
,

见到的是淋巴细胞
、

纤维细胞增多
,

细胞周圈纤维组织增生
。

3
。

活体组织电镜下所见
:

I 型
、

I 型肺泡上皮

细胞及纤维母细胞增多
,

肺泡间隔增厚
,

一

饱腔内见到

较多的尘粒
,

及脱落的 I 型肺泡上皮细胞
、

淋巴及吞

噬细饱
,

细胞周围胶原纤维增生
。

4
。

能谱分析所见
:
电镜下所见的肺泡腔内的尘

粒
,

经能谱分析证实有铝元素尘峰显示
。

卫生部批准发布20 项国家标准

为加强劳动卫生监督监测和职业病诊断 管 理 工

作
,
卫生部最近发出 了卫防字 ( 88) 第 12 号和 第 “ 号

文
,

批准发布朋项劳动卫生国家标准和 12 项职业病诊

断国家标准
,

并分 ZIJ 于 1 0 85年 。 月 l 日和 1 9 86年 z含月 1

日开始实施
。

劳动卫生国家标准包括车间空气中丙烯

酸甲醋
、

锑及其化合物
、

抓丙烯
、

甲基丙始酸甲漆
、

六氟化碳
、

磷胺
、

氢化铿
、

二甲基乙吼胺卫生标准
。

职业病诊断国家标准有职业性急性一氧化碳
、

三烷基

锡
、

毅基镍
、

光气
、

苯的氛基
、

硝基化合物 (不包括

三硝基甲苯 )
、

硫化氢
、

甲醛
、

五氯酚中毒的诊断标

准和处理原则
,

还有职业性减压病
、

洛剂汽油中毒
、

徽丁二烯中毒的诊断标准
。

为保证国家标准的及时执行
,

这批国家标准已被

汇编 成 《劳动卫生职业病诊断国家标准 ( 1 98 8年度 ) 》
,

每册 2
.

50 元
。

由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负

贵发行
。

(陈亚明 )


